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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申智好考了全市理科第一名，父亲申

长有说在他预料之内，“回家后，我就拍了拍他

的肩膀说‘给家里争气了’”。 而淇县西岗镇大

车村的街坊邻居向他打听孩子考试成绩时，他

低调地说：“考得还差不多。 ”申长有不喜欢向

人说过头话，“孩子将来的发展路途还远，能不

能一直当第一还不好说。 ”

妈妈对申智好一向要求严格， 从上小学

时，就很少让他看电视，经常让他做许多复习

资料。 高中之后，家人才不再过多过问他的学

习。“他妈妈爱搞题海战术，题型做多了，应该

对他有帮助。我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知道

孩子学习压力大，所以每次打电话先要揣摩他

的心情，再跟他聊天。 ”申长有说，孩子平时在

家话不多，后来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他在学校

并没有那么内向，敢上台演讲和唱歌，进步不

少。

申智好这次填报的志愿是清华大学水利

水电专业。记者问起暑假打算，他说要买本《草

叶集》看看。

姜震家在淇滨区金山办事处辛村，记

者曾经到该村采访过。 据当地村民介绍，这

个村子是个状元村，出过不少博士生、硕士

生，不乏有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

姜震的父亲姜延兵一直鼓励儿子考清

华大学。“俺家隔壁就出了一个清华大学的

学生，人家是高中保送上清华的，所以我们

一直鼓励他将来也能考进这所大学。 ”姜延

兵说，今年他家出了两个大学生，大女儿高

考过了三本线。 两个孩子读高中时都住校，

家里还开了个门市部， 所以姜延兵平时一

个月才能见到孩子一次。

“孩子学习忙，也很少打电话。 高三下

学期，经常给他俩发短信，多是鼓励的话。

晚上，他俩回宿舍开机就能看到，也给我

回复短信，简单说说学习情况。 ”姜延兵

说，他也经常跟班主任联系，了解孩子的

状态。

记得 2 0 1 1 年高考录取阶段， 我就采访过我市考入清华、

北大的考生。 今年又采访了全市文理科前两名，发现这些优秀

学生具备一些相似的品格或素质，如自控能力好、会调节学习节奏、善于总结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科成绩均衡……而在他们成长的背后，父母没有过

多的严加管教，或过高的期望，甚至补习班都未让孩子上过，家庭给予了他们

宽松的学习环境，这是这些孩子成才的重要因素。 这些因素不难给我们广大

家长一些思考，究竟怎样做才能让孩子更好地发展。

申智好和姜震同为鹤壁高中高三（17）班学生，学习中既是竞争

对手，又是好伙伴。 今年高考，两名理科考生成绩突出，申智好夺得

我市理科第一名，而姜震的裸分成绩排全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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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写小诗的理科男 受益“胜不骄、败不馁”

高考达人人物档案 申智好

总成绩： 6 6 1 分（语文 1 1 8 分 数学 1 4 4 分 英语 1 3 3 分 理综 2 6 6

分）+ 2 0 分（河南省优秀学生加分）

成绩单：我市理科第一名 河南省理科第 3 1 名

校园里曾流传他每晚回到宿舍要学习到第二天凌晨几点， 每天至少

要做 5 套理综卷子。

6 月 3 0 日，记者见到申智好时，他特意表明：“我也很奇怪，不知道怎

么传成这样子了！平时我作业写得快，晚上回宿舍 1 2 点前就睡觉了。有考

进清华的学长传授学习经验时，倒是人家曾经一天做 5 套理综卷子，我可

没这么疯狂。 ”

当记者赞叹他理综考了 2 6 6 分的高分时， 申智好遗憾地说：“我本以

为考得还不错，后来从省招办了解到，全省前 3 0 名的考生理综分数都在

2 8 0 分以上，跟人家的差距还大着嘞！我的主要失误在最后一道物理题上，

开头的数据算错了，答案就跟着错，估计只给了我公式分。 ”

申智好的优势科目是数学和物理。谈起自

己的学习经验，他首先提到了错题本。 申智好

并不是每次都将遇到的每道难题、错题收纳进

错题本，而是先做一遍，如果还有问题，这才把

筛选后的错题记到本子上，所以高三数学错题

本他只有两本。

他做的复习资料并不算多，但喜欢分析历

年的高考真题。离高考还有 20天时，申智好找

出 2010 年和 2011 年全国各地的数学高考卷

进行研究， 做那些知识点掌握薄弱的试题，然

后跟标准答案一步一步核对。离高考还有 5天

时，他根据自己的计划，又看了一遍高考题和

错题本。“遇到难题时，应该多角度分析方法，

题做不出来， 一定要找到在哪一步被卡住了，

思考出错的根本原因。 ”申智好说。

答题细节也是拉开考生分数档次的一个

重要因素，因此申智好不放过每个细节。 不管

是简单题还是难题，他都会按照高考标准认真

答题。

取得 266 分的理综成绩， 申智好分析说，

其实他在理综上下的工夫不算大，主要是因为

高一和高二基础打得好，严格跟着老师的教学

步骤走，即使累时，也要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

“其实高一、高二这两个阶段很重要，不能只靠

高三最后一年冲刺，一旦打牢基础，有些题型

一看就会做。 ”申智好这样建议高中同学。

进入高三，申智好经历了两次小打击。 去

年，他参加全国地掷球锦标赛没有取得较好名

次；今年 4 月份，学校推荐他到清华大学参加

自主招生考试， 由于数学和化学没有发挥好，

最终笔试落败。

今年高考数学题较往年有些难， 有些考生

出了考场就说数学考砸了， 甚至有考生哭着下

了考场。 而申智好应对考试意外的好对策是养

成的好心态。离考试还有几周时，学校教给学生

们一套考前静心操和一些心理调适的小窍门，

申智好说他跟着方法试着做，感觉效果不错。

闲暇之余，申智好爱读书、爱看报。从食堂

打来饭后，他会坐在教室后排，拿起一份报纸，

边看边吃，感觉非常好。“我喜欢读经典名著，

《红楼梦》已经看了两遍，也会去学校对面的书

店看书，买杂文集。 课间跟同学在走廊里打羽

毛球。 ”他说很享受这种状态。

在传统印象中，多数人觉得理科男太过理

性，有些木讷。而走近申智好，才发现并不是这

么回事。 申智好常在临睡前打开手机， 登录

QQ。 在他的QQ空间里，有他写的心情日志，

在“说说”里还能看到他创作的小诗。他有着文

科生细腻的笔触，喜欢用文字将学习压力研磨

干净。

当听到申智好说还喜欢做家务时， 记者很

诧异。“现在上四年级的弟弟比我更淘气，经常

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爸妈平时比较忙，所以我

回家就喜欢收拾收拾。 ”申智好有些羞涩地说。

爱研究高考卷，注重答题细节

爱创作小诗，喜欢做家务

母亲管教严格

高考达人人物档案 姜震

总成绩： 6 5 2 分（语文 1 2 3 分 数学 1 4 1 分 英语 1 3 2 分 理

综 2 5 6 分）

成绩单：我市理科裸分第二名 河南省理科第 3 3 8 名

1 8 岁的姜震有些腼腆，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我考这样的分数，发挥算

比较正常，其实高三时我的成绩也不稳定，一般保持在前十名，可最差时

考过二三十名。 可能其他同学这次高考没有发挥好吧。 ”姜震谦虚地说。

总结高中三年的收获，姜震说他三年来学习比较紧张，但给他最

大的受益的是养成了“胜不骄、败不馁”的心态，学会了收放自如，自我

约束力也提高了。

说起自己的学习经验，姜震说：“首先，

学科要均衡，不能偏科。 其次，用好错题本。

鹤壁高中的学生一般都有错题本， 整理好

的错题本需要经常翻看， 从中找找做题思

路，如果再做一遍仍然不会，错题本就没有

意义了。 打好基础很重要，其实高三做题的

时间太多了，看书的时间反而少了，高三第

一轮复习要打好基础， 第二轮和第三轮复

习根本没有时间看书， 时间都用在了做题

上，一些小知识点不背下来，做题时就容易

忘记。 高考前再拿起书本看的话，就来不及

了，一些基本的知识点要及时消化。 ”

这些学习经验是如何积累的？ 姜震说，

高一入学时，他的成绩还能排在前几名，后

来成绩就有些下滑，进入高三，有些同学突

然爆发， 成绩一下子跑到前头去了，“但我

觉得头两年就应该打好基础， 一些好的学

习方法从那时候就积累下来， 高三再用会

事半功倍。 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学习成绩，

高考时一般就不会出现较大意外， 所以不

要去奢想高三会有成绩大爆发， 至少要保

持正常发挥。 ”

假期该如何处理做作业和玩之间的关

系呢？“我遇到过有些同学暑假先使劲儿

玩，然后回学校后再狂补作业。 我一般回家

先写作业再玩，也听听歌。 ”姜震说，要有一

个良好的自我约束力，该学习时专心学习，

该玩时放开玩， 他在校内不多的业余时间

中，喜欢跟同学踢足球。

面对成绩上下波动的情况，姜震有自己

的见解：“其实到高三时， 大家的能力都差不

多，就看谁发挥得好。所以学习时需要一鼓作

气的精神，平常考好，最后自然就能考好。 ”

学好数学对不少学生是一个挑战，而

姜震学得很轻松。 记者了解到，除了参加学

校组织的特训班外， 从小学到高中他没有

参加过校外的辅导班。“做数学题时，我觉

得有固定模式。 不管题型再怎么变化，都要

从中发现规律，找到做题思路。 ”姜震建议

那些数学成绩差的同学， 不妨试试一些简

单的方法，如一个类型的试题多做几道，甚

至几十道，最终也能找到规律。

打好基础不偏科

提高自我约束力

父亲发短信鼓励学习

记者手记：

左：申智好；右：姜震


